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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仪器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
本教材自2006年出版以来，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同时也给编者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
第1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重点放在提高教材的实用性上。
　　本教材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力求从基本概念上加强学生对智能仪器的工
作原理、基本构成、使用及维护方法的理解，并结合实际的智能仪器，简要介绍了智能仪器的初步设
计方法，并对智能仪器的各个部分都给出了设计实例，便于学生练习，加深理解。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本教材尽可能地采用图文并茂的方法编写。
　　本教材的建议课时为48～64学时，包括8～24学时的实验与实践。
考虑到目前MCS-51系列单片机在我国的应用比较广，且目前很多高校所开设的单片机课程都选
用MCS-51系列单片机作为微处理器，本教材在应用举例中选用了基于MCS-51系列单片机开发的智能
仪器。
为了拓宽学生的思路，还对各种新器件、新技术做了简单的介绍。
　　本教材按照智能仪器的构成进行介绍，内容包括概述、智能仪器中的微机系统、信号的输入与处
理、信号的输出与处理、智能仪器的人机界面、智能测控技术、智能仪器中的通信技术及智能仪器的
设计与实例。
本教材设计了填空题、选择题和简答题，帮助学生复习和掌握主要的内容，并给出了大部分参考答案
供广大师生参考。
　　本教材的主要特点是：　　（1）难度较低，尽可能地用通俗易懂的方法去说明各种概念，让学
生对智能仪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2）知识面较广，对各种新器件、新技术做了简单的介绍，为学生掌握智能仪器的原理及设计
方法打开一道门。
　　（3）第2版中新增了较多的应用实例，便于学生练习，加深理解，且所有的例子均经过调试、仿
真并给出完整的硬件构成和软件程序。
　　本教材由南京金陵科技学院的朱一纶教授担任主编，南京金陵科技学院的吴彪担任副主编，吴岱
曦参加了资料整理、文字录入和电子教案的制作工作，最后由朱一纶统稿。
另外，在本书的编写、实验过程中，曾受到南京金陵科技学院校科研基金项目《基于虚拟技术的远程
多路温度测控系统的研究与设计》的资助，还在网上查阅了很多器件的相关资料，得到过很多人的帮
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与实践经验，书中不足之外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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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和信息产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工业生产自动化技术系列规划教材：智能仪器基础（第2版）》按照智能仪器的构
成进行介绍，内容包括智能仪器中的微机系统，信号的输入与处理，信号的输出与处理，智能仪器的
人机界面，智能测控技术，智能仪器中的通信技术以及智能仪器的设计与实例。
教材设计了填空题、选择题和简答题，帮助学生复习和掌握主要的内容，并给出了大部分参考答案供
广大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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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Proteus软件可以结合硬件设计和软件程序进行仿真调试，功能非常强，在前几章的
仿真举例中已经对它做了一些介绍，可以看到它同样可以进行单步调试、设断点、跟踪、检查和修改
等，而且还可以结合虚拟仪器进行测量、分析，并设计出电路的印制电路板，是智能仪器设计分析的
很有用的工具。
 调试完毕的软件可以利用EPROM编程器（也称EPROM写入器）将程序固化在EPROM存储器中。
如果采用内部含有Flash存储器的单片机，如与8051兼容的AT89系列单片机，则可以反复擦写，可以在
系统开发过程中十分方便地对程序进行修改。
 8.2智能仪器的自诊断 自诊断技术是智能仪器中特有的智能技术。
它是指智能仪器利用软件程序对自身硬件进行检查，及时发现系统中的故障并根据故障程序采取校正
、切换、重组或报警等技术措施。
自诊断程序可以减少仪表带病运行的概率，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自诊断程序也可以在联机调试时作为智能仪器的测试程序。
 8.2.1智能仪器自诊断方式 智能仪器一般有以下三种自诊断方式，可以根据需要设计一种或全部。
 1.开机自诊断 开机自诊断是指对仪器正式投入运行之前进行的全面测试。
开机自诊断在仪器接通电源或复位之后进行。
电源一接通，仪器就自动运行测试程序，按显示器、CPU、ROM、RAM、I／O接口和其他外部设备
顺序调用相应的诊断程序。
自检中如果没有发现问题就进入工作状态，当发现有部件出错时就报警，也有的自诊断程序发现错误
时，自动复检一次（取决于设计思路），如果仍然出错，就给出相应的错误代码，以帮助操作者进行
故障定位。
 2.周期性实时自诊断 对需要长期连续工作的智能仪器，周期性实时白诊断很有用处。
周期性实时自诊断是指在仪器工作过程中定时插入的自检操作。
这种操作可以保证仪器不必中断测控过程，周期性自检不影响仪器的正常工作，因而只有当检测过程
中出现故障并报警时操作者才会发现。
 在智能仪器工作期间，对仪器内部进行部分测试，即将部分诊断程序（如对RAM、ROM、CPU诊断
）设置为仪器中级别最低的中断服务程序，在不影响仪器工作的前提下进行实时诊断。
如发现故障且复检后仍有错，则用相应的指示灯或错误代码通知用户。
 仪器实时自诊断功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实际的工作中，受元件老化、温度变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使得电路元器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故障，如果不能及时给出相应的故障指示，就会使用户不能完全
相信显示结果是否正确。
当仪器用于过程控制时，后果将更加严重。
所以，自诊断程序应在不干扰仪器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具备实时诊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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